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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论文总结了翻译研究领域中几种主要的认知模式!并在认知语言学翻译观的背景下!分析了以认知语言
学的心理空间和概念整合理论为基础的新的翻译认知模式!强调了该认知模式所揭示的翻译)第三空间*和)第三
种文化现象*的认知和文化意义!并认为该认知模式是迄今为止翻译认知模式中的最合适和最具有说服力的模式!

为翻译研究中业已存在且具争论性的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有力的解释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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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的认知属性#如同翻译的语言属性和交际
属性一样#是翻译活动的基本属性%翻译活动的整
个过程#无论我们怎样从社会&历史&文化等角度#将
其扩延为从译本选择到译本接受的过程#其核心部
分还是译者的心理认知过程%翻译的目的是传达意
义#翻译的过程是译者理解&阐释&选择&决定&表现
文本意义的一个心理认知过程%即使是这个翻译的
过程由于外力的作用#表现出某种被操控&改写的特
征时#译者的认知能力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译者
在翻译时的认知心理过程是翻译的一个重要本体问
题+翻译的认知研究是翻译研究中的一项重要研究%

由于此项研究主要借助相关学科如心理学&认知科
学&语言学等#翻译的认知研究也是一项重要的跨学
科翻译研究方向%长期以来#围绕着翻译过程这个
几乎与翻译一样古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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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提出了一些
译者认知心理模式#但由于翻译过程不能明示和难
以验证的'黑箱(性质#很难有一种模式能得到广泛
的赞同%所以#翻译的认知研究同翻译的其他研究
相比#一直处于发展相对滞后的状态%

较早谈及译者认知心理的翻译研究学者奈达提

出翻译的过程就是译者将源语的表层形式解码为源
语的深层形式#经过一个被称为'传动机制(的过程#

将源语的深层形式转换为译语的深层形式#再编码
为译语的表层形式%但这个'传动机制(是如何工作
的#奈达并没有讨论%相反#他认为#由于心理学和
神经科学不知道语言数据在人脑中储存的方式#所
以我们并不能准确地知晓当译者翻译时#发生在他
大脑中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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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达的观点在翻译界具有
普遍性#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在较长的时期里#翻译的
认知研究相对滞后的原因%同时#自

+*@)

年代初开
始#由于翻译研究自身的发展#例如主要研究范式从
语言学范式转向文化范式#研究方式从规定性转向
描写性#研究的重心从翻译内部转向翻译外部等等#

翻译认知研究的影响更显式微#处于一种被遮蔽的
状态#逐渐成为一个边缘的研究方向%

然而#翻译的认知研究始终是翻译研究中不能
绕过的一个话题%贝尔从翻译学科性的高度来提出
翻译认知研究的重要性,'翻译研究中心理视角的增
加#不仅能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笔译和口译#而
且能够加深我们对人类交际的总体了解%这种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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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转变能使翻译研究成为一个主要的&也许同所有
的科学研究尤其是语言学和心理学相并行的独立的
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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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研究的跨学科特点#并不意味
着翻译研究只是一味引进其他学科理论%对于翻译
研究学科而言#更重要的是如何将其他学科理论内
化为翻译研究的自身特有的翻译理论#进而达到对
相关学科研究问题的阐发%例如翻译的认知涉及到
两种语言形态和意义结构#两种文化心理图式之间
的转换&传达和调适%这种基于双语的认知心理研
究与基于单语的认知心理研究显然有许多不同#而
这些不同就是创立认知翻译理论的出发点%当这样
的理论越来越多时#翻译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
学科基础就越来越牢固+翻译研究对其他学科的启
示作用#对整个学术发展的贡献就会越来越大%在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浪潮过后#已有学者开始思考
其负面影响#提出回归文本#回归翻译内部研究的观
点%这种回归当然也包括回归译者作为一个认知主
体#而非在社会文化关系网中的一个符号的研究%

翻译的认知研究是否能在这种思考中重新引起翻译
研究领域的重视1 答案在于翻译的认知研究是否能
够与时俱进#兼容消化相关学科的最新理论成果#以
新的内容#从新的向度来解决翻译认知研究这一重
要但发展缓慢的研究方向%所以#对翻译的认知研
究进行梳理&总结&展望#形成具有特点的认知翻译
研究#对翻译研究的学科建设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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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认知模式回顾
翻译认知模式的提出始于口译领域%这同口译

领域中注重译员翻译认知过程的分析和研究密切相
关%口译教学和研究领域中的著名学者塞莱斯科维
奇!

29%9:X$83;45

"&勒代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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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吉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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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分别提出了口译过程中的译员认知心理模式%塞
莱斯科维奇和勒代雷将译员的翻译过程分为三个阶
段,理解阶段&去言语阶段和重现阶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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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阶段主要是信息储存和记
忆#涉及语义和语用的层面%译员运用语言知识和
非语言知识#例如百科知识和语境知识#对发话人的
旨意进行阐释理解%他们认为翻译理解和传达的对
象是意义#而意义根本上是超言语的#在基于语言的
理解阶段和使用语言的重现阶段之间#存在一个非
言语的认知阶段#一个概念化的阶段%译文重现阶
段并不依附于源语形式#通过基于非言语的意义来
实现%塞莱斯科维奇和勒代雷的认知模式将译者认

知心理过程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提出了意
义概念化的认知过程#在将意义研究突破传统的语
言空间的同时#也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充满前景
的认知研究视域%吉尔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提出了
在同声传译中的精力分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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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尔认为
口译包括三个方面的任务#需要译员根据翻译时的
情况#将精力或称认知的努力协调合理地分配到倾
听和分析&话语形成和短时记忆三个方面%这三方
面的努力加上协调原则共同组成口译的过程%翻译
是一个复杂的心理认知过程#在译员的心理活动中#

长时记忆和短时记忆&自动和非自动等二元体中#后
者常常表现得更为复杂#更具个性化#吉尔对后者的
强调突出了译员作为个体的认知主体在翻译过程的
重要性%

以上翻译认知模式构成了释意派口译理论的核
心部分#为口译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持%同时#翻译研
究领域中的其他学者#如贝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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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语言学的发
展轨迹#在功能和语用的框架中#从认知心理学的角
度研究翻译中的意义理解和表现%贝尔在心理语言
学的基础上提出了翻译认知模式#并将功能语言学
的相关概念引入到他所提出的翻译认知模式中%贝
尔认为#翻译过程可分为分析和综合两个认知心理
过程%分析阶段从源语文本进入视觉识别系统开
始#经历句法分析&语义分析&语用分析#到达语义再
现阶段后#又开始语用综合&语义综合&句法综合阶
段#然后经过译语书写系统后#形成译语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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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贝尔的翻译认知模式中#以语式&语场和语旨为内
容的语用分析和语用综合分别为分析阶段的终点和
综合阶段的起始点#表明其翻译认知模式的重心在
于翻译的功能意义#而非形式和结构意义%

克拉力在其提出的翻译认知心理学模式中#将
译者的心理工作空间分为长时记忆&相对未受控处
理中心和相对受控处理中心%长时记忆包括文化&

物质和社会图式&话语框架&与翻译相关的图式以及
语言知识%外部信息输入后#非受控中心本能地将
外部信息和从长时记忆中提取的信息进行分析#并
将产生的问题提供给受控中心#由受控中心提出解
决问题的策略#如受控中心不能提出解决的策略#则
问题又返回到非受控中心#如此循环往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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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
拉力认知模式的意义在于提出了译者的本能和无意
识心理空间在翻译认知活动中的作用#译者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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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过程是意识和无意识相互作用和补充的过程%

威尔斯所提出的翻译认知模式强调翻译是作决
定的行为%关于翻译是一个作决定的行为#列维
!

M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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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早就提出过%他认为翻译作为交际活动#

实际上也是译者的一个作决定的过程%翻译如同下
棋一样#充满着许多可能性#译者就是在这些可能性
中做出选择和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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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斯从认知心理学
的角度来解释翻译是一个作决定的过程%他区分了
翻译认知活动中两种互补的知识#一种为陈述性知
识和程序性知识%在运用心理图式的基础上#陈述
性知识解决的是知其然的问题#而程序性知识解决
的是知其所以然的问题%程序性的知识经常表现为
本能直觉的形式#在翻译实践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翻译过程中译者的决定行为和根据外在环境自发调
适的行为共同构成翻译的认知过程#包括确认问题&

归类问题&提取相关信息&提出解决问题策略&选择
方法&评价方法等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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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联理
论是认知语用学的核心概念%他们认为言语交际的
原则就是寻找最大程度的关联%格特将此理论运用
于翻译研究中#认为翻译是一个言语交际过程#这个
过程符合关联理论的原则#也是一个明示

H

推理的
交际过程#即明示!原文"

H

推理!译者"

H

明示!译
者"

H

推理!读者"这样一个翻译过程%在译者!读
者"的推理过程中#寻找原文意义和译者理解最大程
度的关联性是翻译成功与否的关键%在寻找关联性
的推理过程中#语境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语境包
括外部语境和心理语境%译者的翻译过程就是在外
部语境的基础上#调动大脑中储存的信息#形成动态
的心理语境%翻译中的对等是一种解释性相似#是
显性意义和隐性意义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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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不同的翻译认知模式针对不同的翻译类型
而提出#例如侧重口译或笔译的模式+口译中还可分
为同声传译和交互式口译%由于针对的对象不同#

认知模式的强调重点也不尽相同#如口译的认知模
式重点强调译员去掉源语外壳的意义概念化过程#

相对于将社会文化认知引入到翻译认知模式的其他
模式而言则要简洁一些#这也是由于口译的特点所
决定的%这些模式是否能获得广泛的认同还取决于
这些认知模式在多大的程度上揭示了译者的实际认
知心理%尽管如此#翻译的认知模式对于翻译研究
的贡献不言而明#它揭示了翻译过程的特征#这些特

征包括翻译过程中存在非言语&意义概念化阶段#如
塞莱斯科维奇和勒代雷认知模式中的去言语阶段#

贝尔模式中的意义表达阶段#以及格特的解释性相
似阶段+译者的内部心理认知过程同时受到外部功
能和语用因素的影响#如克拉力模式中的社会文化
图式+记忆和信息存储在译者认知中起着重要作用+

翻译过程包含自动和非自动&受控和非受控&意识和
非意识过程+翻译过程是一个非直线的过程#而是一
个不断循环&各部分相互作用的过程#等等%

翻译认知模式对翻译过程特征的揭示#为我们
认识翻译&理解翻译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角度#尤其对
翻译教学和译员培训具有重要的意义%目前#有国
外学者提出了将认知翻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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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翻译研究学科下的一个研究方向#

从学科层面上确立其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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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了翻译
研究界对翻译认知研究的逐渐重视%国内也有学者
开始此项研究#并有一些成果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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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目前翻
译认知研究基本上采取的是在认知科学大框架下的
认知心理学&心理语言学的研究模式#虽然在一些模
式中#功能语言学&社会语言学中的相关概念被纳入
其中#但总体而言#翻译的认知研究主要研究语言之
下的心智活动#这种心智活动与语言或语言代表的
外部世界之间是否存在更多的联系#或者彼此之间
能否打通#成为一个整体的认知过程#在以非语言的
心智活动为研究对象的翻译认知模式中#这一点似
乎并未得到解决#反而由于缺乏理据的封闭性而妨
碍了自身的发展%另外#受认知科学发展的影响#翻
译认知研究的概念表述和话语方式也表现出与翻译
研究话语隔离的现象#客观上也影响了人们对它的
认同感%翻译的认知研究无疑为翻译研究展开了一
片新的视野#但具体而言#翻译认知研究的基本研究
路径应该是沿着以语言研究和认知心理研究相重叠
的道路发展#如心理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等%翻译
活动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语言活动#语言学视角的
翻译研究无疑也是一种主要的研究范式%当前语言
学界风头正盛的认知语言学研究#对翻译认知研究
的影响逐渐扩大%其影响力#按照一些学者的说法#

甚至会引起翻译研究的'认知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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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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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语言学翻译观与翻译认知模式
认知语言学兴起于

+*@)

年代#是一门'坚持体
验哲学观#以身体经验和认知为出发点#以概念结构
和意义研究为中心#着力寻求语言事实背后的认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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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并通过认知方式和知识结构等对语言做出统
一解释的&新兴的&跨学科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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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现实
H

认知
H

语言(这条主线#认知语言学将范畴化&原型
理论&隐喻概念&意象图式&语法化以及象似性等概
念作为研究内容#这些内容与翻译的认知研究具有
密切的相关性#对这些概念内容的研究对翻译活动
同样具有很大的解释力和启示意义%王寅将认知语
言学对翻译研究的启示归为翻译的体验性&多重互
动性&一定的创造性&语篇性&和谐性和'两个世界(

!现实世界和认知世界"#认为这些内容构成了认知
语言学翻译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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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这种翻译观为指导的认
知语言学翻译研究覆盖了翻译研究中的许多重要话
题#构成认知翻译研究这一新的翻译研究方向的主
要内容%这些研究内容包括认知格式塔与翻译再
现&认知隐喻与翻译&翻译中的认知对等&翻译的动
态认知过程&认知与文化翻译&认知模式与语篇翻
译&认知的象似性与翻译&认知与译者主体性研究&

认知与语用翻译&认知语境与翻译&认知科学与机器
翻译&认知取向的翻译教学等)

+B

*

%

在认知语言学理论所涉猎的所有翻译研究话题
中#关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认知心理研究最具意
义%在迄今为止所有的翻译认知模式中#基于认知
语言学心理空间和概念整合理论所构建的翻译认知
模式是目前最完善&最有说服力的翻译认知模式%

认知语言学家福科尼尔!

0̂-4$//39.

"在
+*@B

年提出心理空间理论#认为人们在交际过程中构筑
自己的心理空间)

+E

*

+

%心理空间是思维和说话时临
时构建的部分信息集合#属于认知范畴#是帮助人们
进行思维&范畴化和概念化的认知结构%在心理空
间的基础上#福科尼尔提出概念整合理论#主要观点
为建立相互映射的心理空间网络#由四个心理空间
组成#其中两个心理空间被称为输入空间#并在它们
之间建立跨空间的映射空间#即类属空间#第四个空
间被称为整合空间#是从输入空间进行有选择性的
映射而来#以各种方式形成两个输入空间所不具备
的层创结构#并把这一结构映射给网络中的其它空
间%层创结构由三种相关联的方式产生,一是组合#

将两个输入空间的投射组合起来#形成每个输入空
间以前所不存在的关系+二是完善#借助背景框架知
识&认知和文化模式#组合结构从输入空间映射到合
成空间+三是扩展#合成空间中的结构可以扩
展)

+@

*

+F*H+B+

%

基于福科尼尔的概念整合理论#翻译的认知模
式可以被描述成输入空间

+

#由源语文本结构以及
相关文化心理图式构成+输入空间

(

#由译语表现形
式以及相关文化心理图式构成+源语和译语共享的
心理图式相当于类属空间+在类属空间的制约下#两
个输入空间有选择性地映射组成整合空间#并通过
组合&完善&扩展等方式构成层创结构#产生新的表
达方式即译文文本%

同以往的翻译认知模式相比较#认知语言学的
翻译认知模式在以下几个方面更能揭示出翻译的本
质#加深我们对翻译的认识%一是通过两个认知心
理空间说明源语文本和译语文本的文本结构差异所
引发的文化图式的不同%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
活动#除语言之间的转换外#还涉及到两种文化之间
的调适问题#基于不同文化图式的文化认知会直接
影响翻译过程的进行%二是通过类属空间说明翻译
中的可译性问题%尽管不同文化在人们头脑中形成
的文化图式不同#但基于世同此心&心同此理的道
理#不同的文化图式中存在许多相同和相通的地方#

使得不同文化之间的交往成为可能%三是在整合空
间中所形成的层创结构说明了翻译创造性的存在#

这也是该认知模式最具亮点的部分%认知语言学的
翻译认知模式提出了区别源语及源语文化图式空间
和译语及译语文化图式空间的第三空间概念#即译
者的创造性空间+从理论上解释了翻译中多译本&重
译本的合法性和必要性#对译者主体性的研究也颇
具启示意义%此外#在整合空间中#'由层创结构独
立生成的文本#虽为源语文化与译语文化表征整合#

但并非两者的简单叠加#而是第三种文化现
象(

)

+*

*

(

%

认知翻译研究包括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翻
译认知模式研究#二是翻译能力研究)

+(

*

+@*

%前者致
力于翻译过程描写的理论构建#后者则着重研究译
者语言认知&语用认知&文化认知等相关认知能力的
结合和实际运用%前者的研究成果是后者的研究基
础%基于体验哲学的认知语言学翻译观克服了传统
翻译认知研究中体验与认知相脱节的弊病#打通了
体验与认知的隔阂#将翻译的现实世界和可能世界
结合起来%认知语言学翻译模式在许多方面都发展
并超越了以往的翻译认知模式#给翻译的认知研究
带来新的前景%从而为翻译研究中业已存在且具争

!*

段
!

峰
!

论翻译理论研究的认知视角



论性的问题#如译者主体性问题#翻译创造性问题#

译者文化身份和译文文化定位等问题#提供了一个
新的&有力的解释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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